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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
国家高考规划师

山东省高考规划联盟常务理事

山东省生涯规划与就业准备专业委员会理事（官授）

山东省淄博市生涯规划专家组核心成员（官授）

山东省淄博市中学生发展指导讲师团主讲（官授）

山东省多家电视台高考规划栏目客座专家

全国多家高考志愿规划师培训机构特聘讲师

全国多家知名互联网教育网站特聘客座专家

山东、北京、郑州、武汉、重庆等地高考规划师培训班主讲10余期

高考志愿规划实战专家，特殊类型及普通类志愿规划成功案例2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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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新高考试行情况
第一批，2014年，国家首先在上海、浙江试点，实行新高考。

第二批，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实行新高考。

第三批，2018年，又有8个省市加入。

第四批，2021年，又有7省实行新高考。

第五批，2022年，除新疆西藏之外的剩余8省

可是，（一）、目前所有实行新高考改革的29个省市，有的3+3（6选3），有的

3+3（7选3），有的3+1（2选1）+2（4选2），各所大学同一专业在不同省份往往有不

同选科要求，（二）、新高考开始实行的这几年，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选科要求，

过于宽松，不够严格，致使教和学的过程中，困难较多。因此，国家教育部2021年7

月19日颁发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指引》里

统一了大学本科招生专业选科要求，所有实行新高考的省市，从21年新高一开始，执

行这个这个选科要求。

这样一来，山东2021年以后的新高一，和前四年相比， 又有了较大的调整！



二、新高考选科的重要性

1、全国各所大学的各个专业，都根据《指引》对选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只有符合选科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

2、6选3，高一的一次看似简单的选科，却直接影响高考志愿大学专业的

确定，不符合选科要求，专业就不能填报。

因此，6选3，直接关系到高三高考大学和专业的确定，从而直接影响到人

生从业方向，选科就是选择人生！



三、新高考试行以来存在的问题

批次 时间 省份 形式 志愿模式 存在问题

一 2014年 上海 浙江
3+3/6
3+3/7

沪：24*4+调剂
浙：80专业院校组
        分段投档

1、同一院校，
同一专业不
同省份选科
要求不同；
2、同一专业，
不同学校选
科要求不同；
3、同一院校，
同一专业学
生基础不一；
4、选科要求
不严谨(或选)，
造成学生专
业学习困难；
5、选科组合
过多，走班
教学较乱。

二 2017年 北京 天津 山东 海南 3+3/6
京：30院校+专业组
（6专业/组+调剂）
鲁：96专业院校组

三 2018年 辽宁 河北 江苏 福建 
广东 湖北 湖南 重庆

3+1/2+2/4
辽：112专业院校组
苏：40院校+专业组
（6专业/组+调剂）

四 2021年 黑龙江 吉林 安徽
江西 贵州 广西 甘肃 3+1/2+2/4

五 2022年 内蒙 山西 宁夏 河南 
陕西 青海 四川 云南

3+1/2+2/4 晋：院校+专业组
        分三段投档



原选科要求的问题

所谓“高考改革元年”的2017级新生凭借五花八门的选考科目入学之后，教师不得不面
对在存在大片基础知识缺失，而且在某一科的学习能力上完全没有经过选拔检验的学生，
尤其是理工科可以避开物理，人文社科避开了历史的情况。
同一个课堂上，学生们的学业准备差异巨大，对教与学都造成很大麻烦，这种本不必要
的麻烦将从根基上危害到大学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以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为例，作为典型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约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要
修读“大学物理”课，因为它是绝大多数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必要基础。
最近2017级本科生的“大学物理”第一次统考成绩刚出，上海、浙江生源学生不及格率
比过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达30%）。老师和学生都承认，2017级没有选考物理的学生
入学时基本只有初中物理水平，哪怕大学老师关心、同学帮助、自己努力也难以弥补巨
大的学力差距。
这种制度性的不及格对学生的学习自信和兴趣造成严重打击，起步就大幅落后，劣势不
断累积，可能再也打不开通向专业成就的大门。
在物理教育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为此亲自深入浙江多地中学考察，奔
走呼吁，笔者也访问了许多一流大学的教授，他们均为此次科目选考改革的弊害深深忧
虑。
陆一 (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



Ø 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
Ø 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
报名普通高校招生）
Ø 新高考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
报名人数的36%。
Ø 而在2016年，选择理科综合的学生占到63%。实行新
高考之后，选考物理的
学生几乎减少一半

原选科要求的问题



我们预测：浙江省选考物理人数，2017年暴跌，
2018年相对温和
下降；2019年再暴跌，2020年再相对温和下降；
2021年第三次暴跌，
选考物理人数比例必定掉到10%以内，不排除降
到5%以内的可能性。
《逃离物理——新高考现行选科规则下的理性选
择》
浙江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考政策研究

原选科要求的问题



四、2023级新高考改革核心内容

新高考大学专业限科要求概括为：

1、不限      2、单选

3、和选      4、或选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理 81845 史/地 1148 生/史/地 227 化/史/地 31 化/生/地 5

不限 65445 物/史/地 1021 化/地 160 生/政/地 26 化/生/政 5

物/化/生 27198 政/史/地 883 物/政/史 132 生/地 25 物+地 5

化学 7976 历史 688 地理 103 物/生/史 22 政/地 5

物/化 7665 生物 566 物/地 80 政+史+地 20 生/史 4

物+化 4070 政/史 434 物/政/地 43 化/生/史 14 物+政 4

化+生 3820 物+化+生 337 史+地 40 物/生/政 14 物+化+地 2

物/化/地 2156 物/史 295 政+史 40 物/化/政 11 化+地

化/生 2089 物+生 274 生/政/史 35 物/化/史 10 生+地
物+生+政

政治 1347 物/生/地 251 物/生 32 化/政/史 8 生+政+史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理 81845
11139

史/地 1148 生/史/地 227 化/史/地 31 化/生/地 5

不限 65445
64315

物/史/地 1021 化/地 160 生/政/地 26 化/生/政 5

物/化/生 27198 政/史/地 883 物/政/史 132 生/地 25 物+地 5
96

化学 7976
1470

历史 688
1433

地理 103
1440

物/生/史 22 政/地 5

物/化 7665 生物 566
965

物/地 80 政+史+地 20
41

生/史 4

物+化 4070
125904

政/史 434 物/政/地 43 化/生/史 14 物+政 4

化+生 3820
64

物+化+生 337
1354

史+地 40
26

物/生/政 14 物+化+地 2
4

物/化/地 2156 物/史 295 政+史 40
149

物/化/政 11 化+地 3

化/生 2089 物+生 274
314

生/政/史 35 物/化/史 10 生+地
物+生+政

2
3

政治 1347
1871

物/生/地 251 物/生 32 化/政/史 8 生+政+史 2

四、2023级新高考改革核心内容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化 125904  59.78% 物+化+生 1354  0.64% 史+地 26  0.01%

不限 64315  30.54% 生物 965  0.46% 物+化+地 4  0.00%

物理 11139  5.29% 物+生 314  0.15% 化+地 3  0.00%

政治 1871  0.89% 政+史 149  0.07% 物+生+政 3  0.00%

化学 1470  0.70% 物+地 96  0.05% 生+地 2 0.00%

地理 1440  0.68% 化+生 64  0.03% 生+政+史 2  0.00%

历史 1433  0.68% 政+史+地 41  0.02%

四、2023级新高考改革核心内容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理 88503 史/地 1238 生/史/地 201 化/史/地 26 化/生/地 5

不限 73479 物/史/地 1124 化/地 228 生/政/地 54 化/生/政 4

物/化/生 29627 政/史/地 1105 物/政/史 121 生/地 5 物+地 9

化学 7581 历史 768 地理 254 物/生/史 22 政/地 3

物/化 8981 生物 628 物/地 53 政+史+地 19 生/史 3

物+化 4819 政/史 490 物/政/地 20 化/生/史 18 物+政
物+史

3
2

化+生 3647 物+化+生 356 史+地 41 物/生/政 12 物+化+地 2

物/化/地 2264 物/史 316 政+史 33 物/化/政 18 化+地 0

化/生 2305 物+生 182 生/政/史 34 物/化/史 25 生+地
物+生+政

 0
 0

政治 1801 物/生/地 272 物/生 29 化/政/史 8 生+政+史  0

四、2023级新高考改革核心内容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理 88503
12266

史/地 1238 生/史/地 201 化/史/地 26 化/生/地 5

不限 73479
72058

物/史/地 1124 化/地 228 生/政/地 54 化/生/政 4

物/化/生 29627 政/史/地 1105 物/政/史 121 生/地 5 物+地 9
119

化学 7581
1448

历史 768
1586

地理 254
1483

物/生/史 22 政/地 3

物/化 8981 生物 628
1059

物/地 53 政+史+地 19
42

生/史 3

物+化 4819
135799

政/史 490 物/政/地 20 化/生/史 18 物+政
物+史

3
2

化+生 3647,
82

物+化+生 356
1645

史+地 41
30

物/生/政 12 物+化+地 2
2

物/化/地 2264 物/史 316 政+史 33
188

物/化/政 18 化+地 0
50

化/生 2305 物+生 182
401

生/政/史 34 物/化/史 25 生+地
物+生+政

 0      2
 0      1

政治 1801
2358

物/生/地 272 物/生 29 化/政/史 8 生+政+史  0      1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化 135799  58.85% 化学 1448  0.63% 化+地 50  0.02%

不限 72058  31.23% 生物 1059  0.46% 政+史+地 42  0.02%

物理 12266  5.32% 物+生 401  0.17%

政治 2358  1.02% 政+史 188  0.08% 史+地 30  0.01%

物+化+生 1645  0.71% 物+地 119  0.05% 物+化+地 2  0.00%

历史 1586  0.69% 化+生 82  0.04% 生+地 2  0.00%

地理 1483  0.64% 物/化/生 78  0.03% 物+生+政
生+政+史

1  0.00%
1  0.00%

四、2023级新高考改革核心内容



（一）、山东23级新高考概况

1、实行3  +3（  6选3） 的高考模式。3是指语、数、外三科为高考必考科目，6选3是指从理、

化、生、政、史、地6门学科中任意选择3门作为高考科目。（虽然允许任意选3门，但是《指

引》里绝大多数和物理化学密切相关的理、工、农、医类专业，基本都要求物理化学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物理化学两科，往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选择）

2、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信息、音，体，美，通用技术，共14门学科，分

别在高一下学期，高二，完成合格考试。（必须争取一次性全部合格）

3、外语高考实行一次考试，听力、笔试不分开考，时间是在6月8号下午一次完成。

4、新高考填报志愿，实行以专业为主导的院校志愿，1个专业+1所院校为1个志愿组，最多可

填报96组。录取方式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1 物理、化学、生物 11 化学、生物、政治

2 物理、化学、政治 12 化学、生物、历史

3 物理、化学、历史 13 化学、生物、地理

4 物理、化学、地理 14 化学、政治、历史

5 物理、生物、政治 15 化学、政治、地理

6 物理、生物、历史 16 化学、历史、地理

7 物理、生物、地理 17 生物、政治、历史

8 物理、政治、历史 18 生物、政治、地理

9 物理、政治、地理 19 生物、历史、地理

10 物理、历史、地理 20 政治、历史、地理

(二)新高考6选3的选法



（一）、各科满分赋分

1、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各150分，共450分,不分文理。

2、选考科目6选3，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六科中，

任选三门参加高考，各100分，共300分。

(二)、高考计分方法

1、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按学生实际得分（原始分）计入高考

成绩。

2、选考科目，由于学生6选3所选的科目不同，大学同一专业可以录取

不同选科组合的考生，这些考生所考科目不一致，因此没法统一用高考原

始分数来衡量，于是按等级赋分，所以6选3的这三科高考又叫等级考。



3、等级赋分的计算方法。若选某一学科作为高考科目，首先得该科合格

考试合格，否则不能选为高考科目。该科高考成绩满分100分，合格考试合

格，并且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合格，就取得了20分的高考基础分，其余80分

，是将选该科的所有学生，按高考原始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不同比例分

成A、B+、B、C+、C、D+、D、E，8个等级进行赋分，具体各等级所占比

例及所赋分值如下表所示（比例是根据历年山东考生的高考成绩分布情况

正态分布的具体数值确定的）

A B+ B C+ C D+ D E

3％ 7％ 16％ 24％ 24％ 16％ 7％ 3％

100—91 90—81 80—71 70—61 60—51 50—41 40—31 30—21





      学生高考总分=必考科目（语数外）原始分+选考科目等级分。

（三）6选3每位学生等级分



（一）、选科的几种原则

（说明：以下选科原则，纯属个人的分析，仅供参考，可以侧重其中的一点或几点

去考虑。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合自己的6选3方案）

1、根据招生计划情况选科的原则（展示21、22、23年数据分析表）

2、按大学专业要求选科原则。确定大学要学什么专业，根据院校的专业要

求去选科，高考才能顺利录取自己预定的专业。

3、从一生的长远事业发展考虑的原则。不能仅仅只考虑目前上大学，还要

考虑最终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事业。

4、兴趣优先原则。选自己最感兴趣的学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

乐此不疲，学得好。以此为基础，大学专业才能学好，将来工作才有创造力，

才干得出色。

六、如何选科？



5、按社会需求选科原则。要看社会的职业需求，从目前看，理工农医类

的社会需求大，尤其是工科，因此招生计划就多，就容易录取，将来好就业。

6、学科能力优先原则。优先选学习能力强，位次靠前的学科，这样才能

最有可能使高考成绩达到最高。要把排名范围尽可能扩大，尽可能参照全市名

次，乃至全省名次。选科时，取三科名次之和的最小值的学科，才能达到高考

选考科目赋分最高的目的。

7、文理交叉原则，理化生和政史地交叉选择，不要选纯文纯理，有利于

学生思维的全面发展。（从以前选科数据看，选择大文大理的人数最多）

8、赋分最大化原则。要避开成绩、基础好于自己的学生，避开他们选的

学科，不和他们一起站队，用我们的相对优势学科去和与我们基础差不多或不

如我们的学生比，力争在学科排名中靠前，实现高考总分的最大化。

六、如何选科？



9、注意学科之间相关性，联系密切性的原则。 

10、避免简单的从易选择原则。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11、根据学生在大范围乃至全省排名情况，考虑选科。

12、根据所在高中学校师资状况，随学校优势师资资源选
科的原则。

六、如何选科？



根据招生计划选科数据（21年普通常规批 210611，红色为24年）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理 81845
11139

史/地 1148 生/史/地 227 化/史/地 31 化/生/地 5

不限 65445
64315

物/史/地 1021 化/地 160 生/政/地 26 化/生/政 5

物/化/生 27198 政/史/地 883 物/政/史 132 生/地 25 物+地 5
96

化学 7976
1470

历史 688
1433

地理 103
1440

物/生/史 22 政/地 5

物/化 7665 生物 566
965

物/地 80 政+史+地 20
41

生/史 4

物+化 4070
125904

政/史 434 物/政/地 43 化/生/史 14 物+政 4

化+生 3820
64

物+化+生 337
1354

史+地 40
26

物/生/政 14 物+化+地 2
4

物/化/地 2156 物/史 295 政+史 40
149

物/化/政 11 化+地 3

化/生 2089 物+生 274
314

生/政/史 35 物/化/史 10 生+地
物+生+政

2
3

政治 1347
1871

物/生/地 251 物/生 32 化/政/史 8 生+政+史 2



根据招生计划选科数据（21年普通常规批 210611，红色为24年）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化 125904  59.78% 物+化+生 1354  0.64% 史+地 26  0.01%

不限 64315  30.54% 生物 965  0.46%

物理 11139  5.29% 物+生 314  0.15% 物+化+地 4  0.00%

政治 1871  0.89% 政+史 149  0.07% 化+地 3  0.00%

化学 1470  0.70% 物+地 96  0.05% 物+生+政 3  0.00%

地理 1440  0.68% 化+生 64  0.03% 生+地 2  0.00%

历史 1433  0.68% 政+史+地 41  0.02% 生+政+史 2  0.00%



根据招生计划选科数据（22年普通常规批 230738(210611)，红色为2024年）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理 88503
12266

史/地 1238 生/史/地 201 化/史/地 26 化/生/地 5

不限 73479
72058

物/史/地 1124 化/地 228 生/政/地 54 化/生/政 4

物/化/生 29627
78

政/史/地 1105 物/政/史 121 生/地 5 物+地 9
119

化学 7581
1448

历史 768
1586

地理 254
1483

物/生/史 22 政/地 3

物/化 8981 生物 628
1059

物/地 53 政+史+地 19
42

生/史 3

物+化 4819
135799

政/史 490 物/政/地 20 化/生/史 18 物+政
物+史

3
2

化+生 3647
82

物+化+生 356
1645

史+地 41
30

物/生/政 12 物+化+地 2
2

物/化/地 2264 物/史 316 政+史 33
188

物/化/政 18 化+地 0
50

化/生 2305
40

物+生 182
401

生/政/史 34 物/化/史 25 生+地
物+生+政

 0      2
 0      1

政治 1801
2358

物/生/地 272 物/生 29 化/政/史 8 生+政+史  0      1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选科要求 招生计划

物+化 135799  58.85% 化学 1448  0.63% 化+地 50  0.02%

不限 72058  31.23% 生物 1059  0.46% 政+史+地 42  0.02%

物理 12266  5.32% 物+生 401  0.17%

政治 2358  1.02% 政+史 188  0.08% 史+地 30  0.01%

物+化+生 1645  0.71% 物+地 119  0.05% 物+化+地 2  0.00%

历史 1586  0.69% 化+生 82  0.04% 生+地 2  0.00%

地理 1483  0.64% 物/化/生 78  0.03% 物+生+政
生+政+史

1  0.00%
1  0.00%

根据招生计划选科数据（22年普通常规批 230738，2024年选科数据）



时间 学科类 专业类 专业数 招生计划 不限 占比 有选科 要求 占比

20年 12 92 740 202004 61303 30% 140699
（物77208）

70%

21年 12 92 740 210611 65445 31% 145166
（物81845）

69%

22年 12 92 740 230738 73479 31.8% 157259
（物88503）

68.2%

24年
对应
21年

12 92 740 210611 64315 30.5% 146296
(物理+化学125904,占59.78%
物理11139,占5.3%
125904+11139=137043,占65%
其余9253,占4.4%)

69.5%

24年
对应
22年

12 92 740 230738 72058 31.23% 158680（物理+化学135799,
占58.85%
物理12266,占5.3%
135799+12266=148065,占
64.15%
其余10615,占4.6%）

68.77%

招生计划数对比数据



1 物理、化学、生物 11 化学、生物、政治

2 物理、化学、政治 12 化学、生物、历史

3 物理、化学、历史 13 化学、生物、地理

4 物理、化学、地理 14 化学、政治、历史

5 物理、生物、政治 15 化学、政治、地理

6 物理、生物、历史 16 化学、历史、地理

7 物理、生物、地理 17 生物、政治、历史

8 物理、政治、历史 18 生物、政治、地理

9 物理、政治、地理 19 生物、历史、地理

10 物理、历史、地理 20 政治、历史、地理

山东选科重点考虑的几种选法

六、如何选科？



（六）、如何突出个性化选科

在选科上，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如何做到个性化的选科呢？

1、成绩绝对靠前的同学能考上顶尖大学或985的同学，主要是看你喜欢什

么专业，根据专业要求去选。

2、中上游的学生，能不能冲击偏远地区985、211名校的冷门专业，能否

考虑进入名校以后，再辅修第二专业？

3、如果特别看中学校层次的如何选？

4、特别看中专业的怎么选？

六、如何选科？



5、特别看中地域的怎么选？

6、学习困难学生如何选？

7、专业方向非常坚定的同学如何选？

8、家庭有特殊社会人脉资源的同学如何选？

9、家庭有特殊职业文化积淀和传承的如何选？

10、不在乎专业，在专业上可考虑的范围较大，不挑剔，啥专业都可

以接受的，只要拿到本科文凭即可，是否考虑冲击好一点学校的冷门

专业或边缘专业，再考虑辅修第二专业？

11、专科的学生，是否先考虑行业，再考虑专业？

六、如何选科？



结语  如何度过高中生活

1、充分认识高中生活的重要性，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以战斗的姿态投入
三年高中战役。要克服中考结束后，认为三年高中还很漫长的放松心理。
要抱着“高中三年不放松，高一当成高三拼”的理念，雄赳赳气昂昂，踏
入高一新征程。兵马未动，思想先行。
2、对高中学习生活要抱定吃苦流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要有充分的
吃苦准备。
3、要迅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新的学习生活。顺利实现初高中衔接。高中
的学习，科目多，内容深，难度大，比起初中一下子来了一个大提升。初
中的一些方法有的已经不适应高中，要尽快改进，尤其要尽快摒弃那些死
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尽快转到理解为主，完成向周密思维转化提升。
4、高一结束后就要选科，但不要过早的放弃不想选的学科，要全面努力，
保证高一结束前，和高二上学期的合格考，一次性顺利通过，不要给后面
留下思想负担和学习负担。否则会影响高考。
5、学习虽然紧张，学校活动很多，这些活动对同学们的全面素质提高，是
很有意义的，要积极参加。在活动中，你会得到快乐和动力，会有力促进
你的学习和全面素质的发展。



6、加强学习的主动意识，主动预习，主动钻研，学习的过程就是将知识
融会贯通的过程，主动学习，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远远胜过被
动的学习。
7、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不要晚上过度熬夜，要保持课堂旺盛的精力，
确保学习的高效性。不要疲劳战，死熬时间，恶性循环。
8、要处理好学校学习和课外辅导的关系，学习需要自己的深刻领悟，需
要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做不到这一点，一味地去上课外辅导班，或一对一，
都是收效不大的，要带着问题去辅导，以问题解决为目的的辅导才有效。
9、有能力的学生，假期尽可能的去参加大学组织的营训活动，研学活动，
开阔视野，拓展知识的广度，增加知识的深度，培养兴趣学科的素养，获
取无尽的学习动力，提高学习能力,同时也为高考走综合评价招生奠定基础。
10、多和同学老师交流，学会和同学和睦相处，多关心同学，关心班集体，
多为班级做好事，树立在班级的威信，获得大家的信任。这样你会得到快
乐。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
        同学们，家长们，高一打基础，高二是关键，高三是决战。祝同学们
三年高中，收获满满，顺利考入理想的大学和专业！


